
「兒童大學」真是不錯的想法，因為我們不該小看了兒童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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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美孩子約 8、9 歲開始懷疑聖誕老人存在，但在台灣小朋友早就知道那是假的，

因為成人剝奪了他們幼稚的權利。說我們小孩早熟又不盡然，看看青少年節目仍

用過度誇張的口氣說話  這樣我們的孩子怎麼長得大？ 
 
我們常抱怨年輕一代是草莓族，但是我們怎麼忘了「種瓜得瓜，種草莓得草莓」

的道理？上學幫他背書包；要他專心讀書，其他事情不要管；成績不及格幫他向

老師求情──我們把他們當草莓栽種，而他們也達成我們的要求，這樣不就對

了，我們有什麼好抱怨？ 
 
看重兒童並非揠苗助長，怕他們輸在起跑點，所以送他們到處補習，結果反而讓

一些人只贏在起跑點！市面上有關太空天文的童書，常是浪漫的星座故事，有時

則是炫目而艱深的超時空旅行，卻缺少「中等難度」的內容，也就是展現大自然

循一定法則運作的現象。能夠融會貫通理解這些現象，不見得枯燥無味，也不見

的更難理解。 
 
星星會不會從天上掉下來？這個問題可以從幼稚園問到研究所。如果星星會掉

落，數量就應該越來越少，它們掉到哪去了？如果星星不會掉落，為什麼不會呢？ 
 
如果兩手各拿一塊大、小磁鐵，讓它們彼此相吸，一旦我們放手，小磁鐵會被吸

往大磁鐵，而同樣的引力對大磁鐵則影響較小。同樣的道理，蘋果和地球彼此之

間有萬有引力，蘋果一旦離開果樹，就被吸往地球，我們就看到蘋果落地。地球

因為大得太多，同樣的引力對地球幾乎沒有影響。 
 
還是同樣的道理，地球和月球之間也有萬有引力，那麼為什麼月球沒有「落地」

呢？原因是月球沒有直接衝向地球，而是繞著地球轉動，它們之間的引力正好把

月球拉著轉圈。換句話說月球並非沒有掉下來，而是「它一直在掉」，但是永遠

沒法掉到地上！這些現象日常生活俯拾皆是，談到萬有引力不一定非得教物理定

律或數學公式。如果我們認真的和少年們談道理，他們或許便能體會愛因斯坦所

說「宇宙最不可理解之處，在於其可以理解」的趣味了。 
 


